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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个午饭的时间就能美容吃个午饭的时间就能美容？？
““快餐式快餐式””轻医美需谨慎轻医美需谨慎

吃个午饭的时间就能做医
美、一顿大餐的费用就能购买
医美项目、打开手机APP就能
预约时间……近年来在“颜值
经济”的驱动下，轻医美市场占
比快速提升，保持着每年15%
以上的规模增长。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
现，轻医美项目受热捧的同时，
也逐渐成为消费纠纷“重灾
区”。专家认为，中国轻医美市
场快速发展，整个市场发展潜
力巨大。为了规范该领域，相
关部门应加强监管力度，帮助
提高消费者的辨识能力和自我
保护意识。

低价引流
“团购”“秒杀”受热捧

“水光针 299”“光子嫩肤
99”“刷酸 399”……广州的吴
女士打开团购APP，在“美学美
容”栏目下看到，广州市内的多
家医疗美容机构在该平台上推
出了团购套餐，有的项目消费
量高达5000次。

页面上还有不少消费者展
示了“玻尿酸填充下巴前后对
比图”“假体隆鼻3天后效果分
享图”“双眼皮术前后对比图”
等。实惠的价格、真人展示、客
服一对一指导，这都让吴女士
跃跃欲试。

近年来，轻医美已成为推
动医美市场增长的强劲动力，
水光针、光子嫩肤、热玛吉等都
是常见的轻医美项目。广东省
第二人民医院整形美容科主治
医师刘艳华介绍，轻医美是介
于手术整形和生活美容之间的
专业医疗美容项目，是通过无
创或微创医学疗法，用先进的
产品、器械、医学手段等满足求
美诉求。

这些项目通常通过注射、
激光等方式，针对肌肤的多种
问题进行改善，如淡化皱纹、
美白肤色、提升肌肤紧致度
等。因治疗时间短，不少人称
之为“午餐式”美容——吃个午
饭的时间即可完成，不影响正
常工作。

艾 媒 咨 询 近 日 发 布 的
《2024年中国生活美容及轻医
美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17
年至2023年，中国轻医美市场
用户规模不断增长，在2023年
用户规模达 2354 万，预计到
2025年将达到3105万人。艾
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用户规模
的持续增长，表明中国轻医美
市场呈现快速发展趋势，整个
市场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据企查查显示，近十年，我

国医美相关企业注册量呈持续
正增长态势。2023年，我国医
美相关企业注册量达 4.66 万
家，同比增长 38.61%；预计到
2026年，我国轻医美市场规模
将突破3000亿元。

然而，便捷性和低门槛的
背后，轻医美带来的问题也愈
发凸显。上海市消保委的数据
显示，2023年上海市消保委系
统受理美容、医美等相关投诉
9773件。突出问题有：美容抗
衰、轻医美服务水平良莠不齐，
消费者维权举证难；机构夸大
效果、以低价为噱头吸引消费
者，实际消费时却以多重话术
诱导加价下单；机构存在经营
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价格不
公示等情况。

此外，记者调查还发现，不
少线下工作室、美容院甚至美
甲店也打起了医美擦边球。这
些机构往往不具备专业医疗设
备和资质，但为了追求利润，擅
自开展医美项目。今年以来，
全国已有多地查处涉及轻医美
的相关案件，今年5月，兰州警
方通报，捣毁家庭式医美“黑诊
所”6处，警方查处用于存放肉
毒素仓库3处，查获注射用A
型肉毒杆菌等3万余件。

价格战“厮杀”
轻医美“入坑”需谨慎

记者调查发现，轻医美乱
象问题频发的背后，主要包括
以下三大问题。

首先，拼投放、拼引流，电
商平台诱导美容机构打价格
战。“在小红书上，医美机构不
能打广告，只能投放‘表单’，就

是展示各种项目的费用，消费
者点击进去之后，就有医美机
构客服一对一接单。”广州一家
医疗美容机构负责人告诉记
者，为了网上拉客，该医美机构
设置了几十人的“电销团队”。

深圳某医疗美容机构负
责人吴贵川介绍，在电商和新
媒体平台中，正规医美机构不
可以介绍产品技术、医生亮
点，只能露出一个产品名字和
价格，到最后就成为各家“价
格战”。

吴女士告诉记者：“有的团
购页面上显示99元，但实际到
店后工作人员就说这个产品没
有了，会推荐价格更高的。”上
海消保委的通报显示，美容、医
美等相关投诉主要问题之一就
是：以低价为噱头吸引消费者，
实际消费时却以多重话术诱导
加价下单。

“让我做完项目后在APP
上发对比图，就可以返现，或者
赠送项目。”佛山市消费者张小
姐告诉记者，她认为做的医美
项目并不符合预期，但是医美
机构说可以“好评返现”“发图
赠项目”，于是自己就照做了。

其次，耗材重复使用，医美
机构侵害消费者权益事件仍有
发生。尽管国家有关部门对
医疗美容行为有明确管理规
定，必须遵循“场地、人员、设
备”的“三管理”，但是，一名医
美行业内部人士告诉记者，正
规医疗美容机构中也不乏“门
道”，需要搭配耗材使用的光电
类项目问题尤其突出——有正
规操作人员二次售卖“探头”，
或者在注射项目时做手脚——
给顾客看的针剂和实际注射的

不一样。
比如，热玛吉是改善皮肤

的一种常用美容方式，但是热
玛吉的费用昂贵，且仪器探头
是一次性的，因此有人专门去
医美机构回收用过的探头，内
部人士称“拿回去捣鼓一下，可
以通过软件破解，消除数据后
再低价转卖出去”。深圳半岛
医疗集团公共关系部总监刘新
星告诉记者，如果探头重复使
用很可能会引起皮肤感染。

此外，医疗器械网络违法
销售，进一步滋生医美机构乱
象。广州一家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随着
网络社交分享平台的流行和网
购医疗器械便利化，有的消费
者甚至自行在网上购买了原本
只能用于涂抹的产品，到医疗
美容机构找专业的人注射。

“如现在很火的‘铂金三文
鱼’水光，实际是‘械’字号二类
医疗器械，网上可以轻易购买
到，一些不负责任的医美机构
还会帮顾客注射。”上述医疗科
技公司负责人说，此外，部分网
购产品可能存在鱼龙混杂的问
题，“一些网店并不具备销售医
疗器械的资质，但依然销售二
类医疗器械，这种情况下，其
销售的产品则很有可能是假冒
伪劣”。

记者了解到，网售假冒医
疗器械尤其是注射类产品的现
象多发。今年3月，重庆警方
破获一起涉医疗美容行业生
产、销售假药案，捣毁3家销售
假药的医美机构和2处生产假
药的黑窝点，查扣假冒伪劣肉
毒素 9万余瓶、麻膏 150余公
斤，涉案金额超2亿元。

加强合规化管理
行业监管刻不容缓

轻医美为消费者带来了便
捷和选择，但也存在诸多问题
和挑战，业内人士建议通过加
强监管、提高行业规范度和消
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确保医美
市场的健康发展：

一是加强对各大电商平
台、直播间的监管。“通过‘好评
返现’等行为诱导用户发图，既
是虚假宣传，也涉嫌违法违规
发布医疗广告。”广州大学法学
院教授欧卫安认为，对于医疗
范畴的广告，国家法律有着明
确规定，要严格监管上述网络
消费平台“好评返现”等变相医
美广告的行为。

二是加强对医美机构操作
合规化的监管。刘艳华介绍，
目前很多消费者通过非法医美
造成了人身伤害，有的甚至因
打玻尿酸导致失明。对此她建
议，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强对
医美市场的监管，建立健全医
美机构的资质认证和监管制
度；加强对医美从业人员的培
训和考核，提高医美从业人员
的专业素养和操作技能。

三是加强消费者科普教
育。在“无痛、微创、见效快”等
广告效应的吸引下，不少消费
者忽视了轻医美本质上也是医
疗美容，缺少警惕意识和风险
预估。欧卫安建议多渠道向公
众普及医美知识，提高消费者
的辨识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
此外，还应该引导大众理性看
待“颜值焦虑”，学会欣赏自己，
不要陷入无止境的负面情绪和
认知。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胡林果 霍思颖

寄快递需“刷脸”？

近日，上海不少市民发现，前

往快递网点或自助柜机寄送快递

时，还需要进行人脸验证。对此，

相关部门作出回应，因近期国家邮

政局有关部门正在组织各总部寄

递企业进行企业内部实名收寄管

理制度、实名收寄整体流程、企业

信息系统收寄流程等进行流程再

造，要求初次在某品牌快递企业寄

件的，需出示、查验、登记身份信

息，第二次寄递的需查验身份信

息。但是，对于人脸识别技术，作

为身份信息识别的辅助，目前正在

试点应用，不作强制性推荐。

人民视觉


